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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张景明是我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
这本书是他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扩充而成的学术专著，他的博士论文也可以说是在这本专著初稿
的基础上压缩提炼而再成。
正因为有这样一个由博返约的过程，他的博士论文是优秀的。
也因为有由约返博的酝酿，他的这本专著才显得充实。
我作为张景明博士论文的第一个读者，有如下感想愿与这本书的读者交流。
他的博士论文所具有的水平，是一般由学士到硕士再直接读到博士的学生所难以达到的。
他在攻读博士学位之前就已取得了高级职称；他大学本科学的是考古专业；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
系佛教文化艺术专业读了两年硕士研究生；他在内蒙古有十几年的工作实践，对内蒙古地区的文物考
古和北方游牧民族历史文献很熟悉；他在动笔写博士论文之前就已发表过多篇与此论题相关的学术论
文。
我认为他的博士论文并非是读博三年的成果，而是长期钻研和积累的结果。
套用一句话，乃“十年磨一剑”也。
此为感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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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在历史上先后有山戎、东胡、匈奴、丁零、鲜卑、乌桓、柔然、突厥、回纥
、契丹、党项、蒙古等游牧民族在这里生息，诸民族几经更替，兴衰发展，创造的游牧文化不仅直接
影响了中国的中原地区、南方地区，而且远至朝鲜半岛、日本群岛、西伯利亚、中亚、西亚和欧洲地
区。
与此同时，这些地区的文化对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相互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更加促进了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发展。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饮食文化，作为中国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核心
所在。
衣、食、住、行等人类生活的行为，以食为准则，有谚曰“民以食为天”，正说明了饮食在人类社会
发展历史中的重要性。
食物作为人类生存的第一条件，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同样起着很大的作用。

饮食文化作为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涉及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领域，从其内涵可以了解到每一
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
本书应用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北方游牧民族食生产和食生活以
及相关的文化现象进行研究，是饮食文化领域专题研究的一个成果。
在方法上，应用了最基础的民族学田野调查的方法，结合历史文献分析法、跨学科综合分析法，突出
了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的方法。
当然，还应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学的理论，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中国
北方游牧民族的饮食文化作综合的研究。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饮食文化，主要反映在生计方式、饮食结构、饮食器形、社会功能、艺术表现、
饮食阶层、饮食交流、饮食卫生、饮食保健、饮食理论等方面，因最初就形成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文化
内涵，所以其文化特征具有很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
饮食文化虽然是多学科交叉渗透研究的对象，但也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重点。
创建饮食人类学或饮食民族学学科，作为人类学或民族学的分支，更能系统地研究一个民族或群体在
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饮食文化及相关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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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景明，男，1966年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民族学博士。
现为大连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艺术学学科带头人，辽宁
省优势特色重点学科专门史中国文化史方向学术带头人。
兼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客座教授、浙江工商大学中国饮食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辽
宁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担任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服饰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设计产业协会专家组顾问、内蒙古草原文化研究会理事等。
研究方向为艺术人类学、艺术考古学、民族文化学、饮食人类学。
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篇，出版专著两部，主持或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特别委托项目等科研项目10项，获得省市级科研奖励15项。
代表作有《中国北方草原古代金银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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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居住包括环境和形式，主要功能是保护人们免受风、雨、寒冷、酷热、水灾的侵袭，以及防御野兽的
外来侵犯、保存火种等。
原始的居住形式，都是利用自然形成的山洞、树洞及灌木丛等为掩蔽所，后来发展成地穴式建筑、半
地穴式建筑、地面建筑、干栏式建筑，用草遮盖顶篷。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居住形式变得繁多，因民族、地域而不同。
北方游牧民族为适应游牧式生活，以拆卸、搬迁、驮运方便的毡帐为居所，一直沿用至今（如蒙古族
的蒙古包），这种居住形式所反映的饮食团体不稳定。
有些北方游牧民族虽然建造城市，但在城内保留有毡帐式的居住形式，如辽上京和元上都，城内留有
大片空地，供契丹和蒙古民族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居住。
饮食包括饮食结构、饮食器具、饮食加工、饮食特色等有形态的方面，最能反映物质文化的内涵。
人类诞生以后，就需要吃的原料，特别是火的发明成为人类饮食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进步，从此告别
了生食时代，对人类体质和大脑的演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饮食因民族和地域而不同，北方游牧民族的饮食习惯是“食肉饮酪”，其他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围绕这
一范式进行，奠定了在物质文化领域中的核心地位。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中原文化一直影响着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使游牧民族的饮食范式受到一定程
度的冲击，但传统的饮食范式在游牧民族的生活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研究>>

后记

本书稿是笔者在中央民族大学攻读民族学博士学位期问完成的，并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多内
容。
以前，关于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研究比较少，而且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研究成果.也没有把饮食文化
归人哪一个学科之中。
笔者经过反复思考，认为中国的饮食文化内涵丰富，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具有很深
的本土化意义。
而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对本土化的概念争论不休，何不用我们最强劲的饮食文化之优势，去探讨这
个本土化的问题呢？
该书运用了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生态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主要站在民族学的视野
中，论述了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食生产、食生活以及相关的文化现象，并从中探索了饮食民族学（或
饮食人类学）研究的文化内涵，也算作民族学本土化专题研究的一次尝试。
笔者在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期间，曾接触过很多的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器物，包括了相当数
量的饮食器，但并未从饮食文化的角度去思考，只是作为考古学类型学的一个方法去研究，但为日后
从事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研究奠定了实物资料方面的基础。
1998年5月，受中国箸文化博物馆的邀请，在大连市参加了中国箸文化研讨会，并提交了《中国北方民
族的箸文化研究》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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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研究》作者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调查和工作经验
，将历代零散的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分析和研究，运用民族学、考古学、历史
学、生态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我国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与自然生态环境、生活方式、
艺术表现、社会功能以及卫生保健理论等方面的关系作了历时性、全方位的探讨与论述，具有开创性
；同时，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建立民族学分支学科——饮食民族学，并概括出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
的区域性、民族性、传播性、结构性和历史性五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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